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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民意办实事 诠释警意赢民心
安徽池州公安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上心事”

□ 法治报特派记者 王飞

池州市贵池区涓桥镇紫岩村村民陈

先来没有想到， 在网上“公安面对面”

专栏里的一句“抱怨”， 竟让家门口发

生了变化。

“紫岩村与新 318 国道相邻，村庄入

口处有个十字路口， 从村口进大路有个

坡度盲区， 稍不注意就容易与主干道上

的直行车辆发生碰撞，安全隐患很大！ ”

因为这句民声， 池州市公安局先后

召开 2 次党委会专门研究讨论， 并会同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赴新 318 国道

沿线实地调研。

一个月后， 陈先来反映的“问题路

口” 大变样， 不仅沿线装上了红绿灯和

交通监控设备， 还增加了 29 块宣传提

示牌。 紫岩村村民更是送上一面印有

“感谢你们， 以最快的时间解决了全村

老百姓出行安全” 的锦旗， 表达感谢。

善为治者， 贵在求民之稳， 达民之

情。 “有困难找警察” 不仅是一句口

号， 更是一份责任、 一份承诺。

秉持“池州公安立足池州， 就要一

心一意为池州人民群众办实事、 解难

事” 的工作理念， 2022 年 7 月， 池州

市公安局在全省公安机关率先开展民意

感知回应工作， 通过成立民意感知中

心， 延伸“民意触角”， 描绘“民意画

像”， 对收集到的社情民意， 按照“存

在即发现、 发现即办理、 办理是原则、

办不好要报告” 的工作要求进行处置，

构建起一套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的“民

意感知系统”， 全力打造民意引领警务

发展新格局。

集思广益才能顺民意察民情， 广开

言路才能集民智聚民心。 如何全量收

集？ 这是感知社情民意的第一步。

过去，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意见建议

大多分散在多个平台， 公安机关很难全

部掌握，层层流转处理耗费大量时间。成

立民意感知中心后， 池州公安统筹省市

“民声呼应”平台、689 个“警民议事厅”

微信群、“12345” 热线、“公安面对面”微

信小程序等 10 余类线上渠道资源。今年

2 月，在此基础上，又将民警辅警及家属

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纳入收集范畴，

畅通全警与单位沟通渠道。

收集来的社情民意， 重在办理落

实。 从群众需求出发， 开动脑筋、 创新

思路， 才能实现“有解” 更“优解”。

为此， 对感知到的民意属于公安机

关办理的事项， 池州公安搭建“市局 +

县分局 + 基层所队” 三级办理架构，

形成“宣传科统一交办、 县分局及时签

收、 基层所队处置反馈、 督察部门跟踪

问效” 闭环办理流程， 做到日清日结；

对疑难复杂问题， 由“宣传科 + 责任

警种” 捆绑作业开展联审会商， 重要情

况及时提请市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解

决； 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事项， 及

时通报给主管部门， 并向群众做好解释

说明。

“感知民意办实事， 诠释警意赢民

心。” 这是民意中心内朴实的标语， 道

出池州公安“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的

工作目标， 也体现着“坚持不懈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 的责任担当。

□ 法治报特派记者 王飞

隔壁是社区， 背靠船舶基

地， 基层法庭虽小， 但坐落于

烟火繁盛处。

位于化解矛盾纠纷， 服务

企业、 群众的第一线， 乌沙法

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守牢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安徽省首批“枫桥式人民法

庭”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乌沙法

庭，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牢固树立“下基层、 进乡村、 融群众、

化纠纷” 的工作思路， 积极推进矛盾前

端治理， 拓展多元解纷渠道， 将矛盾化

解在“家门口” “第一线”。

“这次能拿到拖欠的服装加工工资，

多亏了你们的调解……” 日前， 何某对

贵池区乌沙镇综治中心、 乌沙法庭工作

人员表达了真挚的感谢之情。

事情还要从 2022 年说起。 何某等

人在陈某经营的服饰公司从事服装加工

工作， 由于公司经营困难， 工资未能得

到及时支付， 陈某向何某等人出具欠条

并承诺最迟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前付

清。 期限届满， 公司由于货款资金回流

遇阻等原因， 仍无力支付工资。 2024

年 2 月 4 日， 何某等 7 名工人一起来到

乌沙镇综治中心反映。

乌沙镇综治中心将案情通报乌沙法

庭。 接到案情后，法庭第一时间启动“综

治中心+人民法庭”矛盾纠纷联调机制，

派法官到综治中心开展联动调解工作。

经法官释法明理， 纠纷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 由陈某公司筹集资金 19800

元， 当天向 7 名工人按比例先行支付部

分工资， 剩余工资分期支付。

“万一后续他不按期给钱， 怎么办？”

调解协议达成后， 陈某能否兑现承诺成

了工人们最大的担忧。 为消除他们的顾

虑， 法官随即引导当事人申请司法确

认。 在协议达成并经司法确认后， 陈某

立即通过转账的方式将拖欠 7 名工人的

第一笔工资款支付到位。

伴随绵绵细雨， 一场别开生面的普

法宣讲在池州市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开讲， 此次宣讲的主角是来自乌沙法庭

和乌沙镇司法所普法宣讲团的工作人

员。

针对企业法治需求， 工作人员提供

“点对点” 的司法服务， 现场耐心解答

该公司经营者及员工提出的各种工作和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并提供了专业的指

导和建议。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工作格局；

持续深入企业一线， 常态化对接企业法

律服务需求……乌沙法庭始终坚持做深

做实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转变传统

“坐堂审案”的办案观念，全力推动矛盾

前端治理、纠纷多元化解，为基层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 法治报特派记者 王飞

依山傍水， 青砖黛瓦点缀其间； 老

井古树， 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这就是

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老田村。

作为安徽省首批“千年古村落”、

安徽省第四批历史文化名村和第六批中

国传统村落， 老田村充分挖掘深厚的文

化底蕴， 聚焦文物古建保护活化、 历史

文化传承创新， 盘活闲置民居， 吸引文

旅业商家入驻， 实现了“文旅融合” 助

力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型。

此举不仅让传统古村落再次焕发新

活力， 更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

缺的隐形“助推器”。

保护修缮

文化遗产留下来

“在古建保护中， 我们坚持‘修旧

如旧’， 在对各类文物古建修缮之前都

会咨询老一辈村民， 将他们对古建筑原

始形态的描述作为保护和修缮的依据。

我们还聘请了专业团队制定修缮方案，

并请文物部门和省市专家对方案进行

评审把关， 确保最大化保留文物古迹

的历史风貌。” 九华乡党委副书记吴松

说。

在老田村， 保护文物古建不止是政

府行为， 更是全体村民的自觉行动。 老

田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吴朝华介

绍， 2016 年， 村里就成立了老田古村

落保护发展协会， 由退休干部、 乡贤、

老党员和志愿者参与其中， 共同为古村

的保护和古建修缮建言献策。

记者注意到， 该村的古建筑共有

40 余处， 基本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村

落格局。

文化搭台

美丽乡村飘古韵

在老田村的古石桥边， 一座古朴的

琴舍悄然伫立。 门前， 一块木质牌匾上

镌刻着“古琴文化体验馆” 的字样。 汤

可义是这家琴舍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

者，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他开办

了这家“古琴文化体验馆”， 旨在弘扬

古琴文化， 传承非遗技艺。

近年来老田村将人才引进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外引内育” 上下

足了功夫， 依托当地特有的文化优势，

利用古建筑、 古民居等资源， 以“古民

居租赁 + 合作开发” 模式为主线， 吸

引手工艺人、 创意企业、 非遗传承人来

此打造文旅新业态。

截至目前， 老田村已引进古琴制作

传承人、 中国匠人、 省级非遗传承人、

国家一级茶艺师等多领域高端人才聚集

此处。 同时， 汇聚多方力量， 组建起

“扎龙” “舞龙” 队伍， 让起源于汉代

的老田“兄弟板龙” 重现世间。

“我们带给游客的不仅有传统建筑

之美， 更有沉浸式的工艺体验。” 吴朝

华说， 通过与游客互动， 让传统文化得

到原汁原味的保护和传承。 今后， 村里

还将嵌入数字化等新技术元素， 布局餐

饮、 文创、 茶道等业态， 打造独具古韵

特色的美丽乡村。

文旅融合

乡村百姓富起来

“现在来我们九华山游玩的人越来

越多， 为了留住游客， 我们推出了‘九

华戏苑’ ‘花花音乐会’ ‘相亲会’ 等

特色项目， 为游客提供游、 购、 娱一站

式服务。” 吴朝华介绍， 老田村每年还

会根据不同时间节点， 开展文旅消费

季、 旗袍摄影展、 花朝节、 晒腊节等文

旅活动， 今年以来， 现场累计参与人数

超 10 万人， 网络直播观看突破 500 万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近千万元。

游客的持续增加， 极大地带动了当

地文旅产业发展。 2022 年， 老田村成

立了聚金沙文旅村级联盟， 盘活闲置民

房 10 余栋， 成功引进善本手造、 老田

老酒、 老田家宴、 古瓷咖啡、 汉服馆、

老布鞋等 20 余户商家入驻， 2023 年村

集体经济增收近 80 万元。

基层治理助推古村落焕发新风貌
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老田村的振兴之路


